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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录 老 百 姓 自 己 的 生 活

办公室种花生
◎孟进

5月中旬，我顺手往办公室窗台上一

个小罐里塞进一粒花生，没几天，它竟长成

了小苗，生机盎然，新绿可喜。

过了一段时间，花生长高了，我给它换

了个大点儿的花盆。

6月中旬，花生开花了，鲜艳的黄花盛

开在阳光下，傍晚又合起来，好像睡一觉才

能积蓄力量生长。

9月底的一天，我把花生轻轻一拔，瞬

间果实露了出来，饱满的，白生生的，连泥土

都带着丰收的味道。同事忙不迭地摘下花

生，放在手心，小小的一把，也足够我们高兴

半天！同事把花生洗净放在办公桌上，谁来

都送一颗，大家都说好吃，多新鲜啊！

自然探险家约翰·缪尔曾说过，在每一

次与自然的接触中，我们得到的远比寻求

的多。居住在城市中的我们，在院子、办公

室，甚至屋顶都种了花草，试图用一种简单

的方式去接触自然。我想，植物有自己的

生长节奏，不需要任何建议，也不想取悦所

有人，沉默中蕴含着力量。

（作者系河南大进律师事务所员工）

又到山楂红了的时节，我又想起老家

院子里的那棵山楂树。

那棵山楂树是母亲种的。每年这个

时候，她都要挑选树高处最大最红的山楂

给我送来。我不爱吃山楂，它虽有一丝甜

味，但根本压不住那股尖酸。

我27岁时，母亲去世了，以后的每

年，是父亲给我送山楂。特别是父亲知道

我血压高，他把山楂切成片，晒干，给我送

来泡茶喝。我虽不爱喝，但这是老父亲的

一片心意，便很高兴地接受了。

院里这棵山楂树越长越大，枝繁叶

茂，山楂也结得很密集。后来山楂树承受

不住压力，折了一半，父亲用木桩支撑住，

越发爱护它了。

2022 年 7 月底，父亲突发心梗去

世。此后，我再没回过老家，再也没尝过

家里的山楂。说来奇怪，我的血压这两年

不高了，但我突然想吃山楂了。

鲁迅在他的《秋夜》里写道：“在我的

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

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我曾发过朋友

圈：我家也有两棵树，一棵是山楂树，另一

棵也是山楂树。一棵种在院子里，一棵种

在我心里……

（作者系孟津区城关镇城东小学教师）

小区旁边依地势修建了半亩方塘。

方塘引的是活水，池水碧绿澄澈。后

来有人放入一小筐锦鲤，微风吹起一阵涟

漪，斑斓的鱼儿若隐若现。

闲暇之时，大家总爱来看鱼。池中鱼

儿颜色各异，五彩缤纷，一起游动时让人

眼花缭乱。有的锦鲤通体赤红或金黄，在

水底怡然自得，叫人挪不开眼；有的头红

身白，白玉似的背部零星点缀着几块黑

斑，活像素雅的宣纸上无意间滴了几点

墨；更有甚者浑身粉白不染一丝纤尘，唯

独头上长着硬币大小的赤色圆斑，活像盖

着红盖头的新娘！

左邻右舍的人越看越喜欢，常常投喂

锦鲤。许是喂的次数多了，只要人们往池

边一站，叫上两声，鱼儿们就迅速从四面

八方聚集过来，张大嘴巴，你追我赶地互

相夺食。

玉兰姑是其中喂得最勤的一个，她常

常说：“看这鱼儿多好看！都说锦鲤送吉

祥，让它们给大家都带来好运！”

锦鲤贪吃，不久，一尾尾锦鲤竟变得

圆滚滚的，如同一颗颗饱满的珍珠浮在水

面，腮帮子一张一合，甚是可爱。

四姨家的小孙女瞧见了，吃惊得叫

了起来：“好肥的鱼呀！这条鱼该减减

肥了！”

童言稚语惹得正在唠家常的邻居们

哈哈大笑，不知不觉间，大家的关系也越

来越融洽。我想，这也许就是玉兰姑口中

的“好运”！

（作者系汝阳县付店镇居民）

＞流光碎影

◎谢艳艳种在心里的山楂树

＞你说我说

◎徐幸琳一池锦鲤送好运

新 手 上 墙


